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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學系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

科目：中國思想史 

一、請闡發下列文獻的義理內涵：(每小題150字左右，各5分，共25分) 

1. 老子曰：「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」(第49章) 

2. 孟子曰：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；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」(〈盡心上〉) 

3. 《易傳》：「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；因而重之，爻在其中矣；剛柔相

推，變在其中矣；繫辭焉而命之，動在其中矣。」(〈繫辭下傳〉) 

4. 《中論》：「受諸因緣故，輪轉生死中；不受諸因緣，是名為涅槃。」(〈觀

涅槃品〉) 

5. 朱熹：「天下未有無理之氣，亦未有無氣之理。」(《朱子語類》卷一) 

二、「自然與名教」是魏晉玄學重要的論題，請說明其內涵，並以王弼、嵇康、

郭象的見解論其演變。（25分） 

三、陰陽五行學說，在漢代、魏晉、宋代，均可見其發展脈絡與深化影響，

請申論之。（25分） 

四、二程的思想，同源而異流，請就「道的體悟」、「仁的體會」、「人性論」、

「工夫論」等四方面，說明兩人學說的相異之處，及其對宋明理學發展

的影響。（25分） 


